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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战略向外向型开放式发展战略转

变
,

即向沿海转移
、

向铁路线
、

国道公

路线
、

大江边转移
,

以资源为基础
,

以

建设大通道为纽带
,

加快区域各省区

的合作和优势互补
,

大力发展外向型

经济
,

奔向海洋
、

走出亚洲
、

走向世

界
。

共建西南出海大通道
,

正是实施这

个新战略的具体体现和客观需要
。

包

括川
、

渝
、

滇
、

黔
、

桂以及藏东南
、

湘西
、

鄂西等地区的中国大西南
,

素为中国

的战略后方
,

是
‘

三线建设
’

的重点地

区
,

国防军工企业和各大
、

中城市的技

术力量雄厚
,

技术设备较先进
,

是中国

最靠近东盟东南亚国家的区域
,

其地

缘优势得天独厚
。

随着 世纪国际形势变化和东

盟东南亚局势缓和
,

将西南出海大通

道建设与南海海洋产业开发战略有机

结合
,

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起着纽带

作用
。

它是巩固边疆
,

发展西部多民族

地 区经济
,

增强 民族大 团结的金腰

带
。

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西移
,

西南

出海大通道在促进我国多层次全方位

的开放开发
,

将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

有机结合起来
,

构筑起大西南与东盟

东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大框架
,

加快

西部地区开放开发
,

改变贫穷落后面

貌
,

振兴区域经济方面
,

将发挥重要作

用
。

二
、

西南出海大通道建设与南海

海洋产业开发战略有机结合的目标模

式

发展目标

以
‘

通道
’ 、 ‘

港通
’ ,

促进外向型经

济大发展为目标
,

使大西南
、

中南部分

地区和我国的南海地带
,

变资源优势

为外向型的商品经济优势
,

以适应与

国际市场接轨的需要
。

要确立三大观

点 即应把大通道建设理解为
‘

大交

通
、

大流通
、

大市场
’

建设
,

以建设高度

国际化
、

信息化
、

社会化
、

现代化
、

市场

化的区域经济
,

使之对大西南乃至西

部地区产生较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
,

有效地疏导整个西部的物资流
、

资金

流
、

信息流
、

人才流
,

促进西部地区经

济共同走向繁荣
。

大通道不仅是大西

南的通道
,

而且是湘西
、

鄂西地区乃至

西北部分地区
,

联合起莱走向海洋
、

走

向世界的大通道
,

大通道不仅包括硬

环境建设
,

而且包括软环境建设
。

一方

面
,

下大力气发展基础产业
,

以四通

交通
、

通信
、

流通和资金融通 起步
,

打好基础
,

以道路兴港口
,

以港 口兴城

币
,

道港同步
,

建设全方位
、

多功能
、

多

层次
、

多渠道的立体型
、

网络型
、

效益

型的出海出境的通道系统
,

以开放促

开发
。

在架构以运输体系为主
、

通信
、

能

源体系为辅的对外开放型的通道体系

中
,

通过结构要素的有机组合
,

建立全

方位
、

多功能
、

多渠道的网络效益型对

外开放通道系统
。

以干线为主
,

支线为

辅
,

进行分流
,

形成网络
,

大幅度提高

运能 建立水
、

陆
、

空相结合的立体运

输结构
。

长途运输以铁路
、

水路为主
,

中短途运输以公路为主
,

高附加值运

输以空运为主
,

加强通道本身及各项

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
。

如港口
、

码头
、

泊位
、

仓库
、

房地产
、

商储
、

金融
、

旅游

设施等硬件建设
,

其规模应与腹地开

发规划
、

物资流量及支撑港口 的运输

体系的通过能力相适应
,

大体保持同

步发展戴略有超前
。

扩大通道的兼容

性
。

采取主流与分流货运相结合
,

外贸

物资与内贸物资运输相结合
,

转口物

资与出口物资运输相结合
,

减少空驶

率
。

优先发展邮电通信网络建设
。

狠抓

能源配套基础建设
,

保证通道本身和

沿线经济开发的能源需要
。

通道规模要分轻重缓急
,

并与西

南各省区和湘西
、

鄂西的经济发展相

适应
。

近期通道运量的增长速度要比

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出近 个百

分点
。

进一步拓宽通向广州
、

湛江
、

防

城
、

北海
、

钦州的出海通道
,

以南昆铁

路为骨干
,

北连成昆线
,

南下防城港
,

开拓川西
、

云南
、

黯西
、

渝西
、

桂西最便

捷的出境出海通道
。

使昆明
、

攀枝花以

及六盘水地区至防城港
,

比至湛江港

的运距分别缩短 和
,

相

应抓好防城
、

北海
、

钦州港口泊位及配

套工程建设
,

加速枝 城 和柳 州 线

改造
,

北连焦作
,

南下柳 州 北 海

线
,

促使川东
、

黔东
、

渝西
、

湘西
、

鄂西
、

桂北出海通道畅通
。

进一步拓宽包括

宝成线连接兰新线至新疆乌鲁木齐的

阿拉山口通道
,

以及通向日本
、

美国等

主要国际市场的便捷通道的出海东通

道
。

进一步疏通至上海
、

连云港的东西

两条铁路大动脉和长江黄金水道
。

积

极开辟西通道
,

架构南亚大陆桥铁路
,

改善澜沧江
、

涸公河航道
,

南下进入中

南半岛
。

进一步优化交通内部结构
。

通

过修建铁路新干线和支线
,

改建扩建

高等级公路
,

改善内河航道和港口设

施
,

以及增加航班开辟新航线
,

完善

铁
、

公
、

水
、

空综合运输体系
,

增加通道

的总体运输功能
,

发挥最佳运输效

果
。

在西部各主要城市之间建立和扩

大通信网络
,

沟通与沿海
、

沿江
、

沿边

和全国干线通信网络的通道
,

连通一

些边境口岸联络的线路
。

发展模式

按照加快南口建设
,

缓解北口重

荷
,

扩大东口 出路
,

开辟西口新线
,

增

强内部能力的要求
,

在积极改造一些

标准低
、

能力小的老线老港的同时
,

努

力建设一批新线
、

新港
,

坚持内涵改造

与外延建设相结合 既重视通道对促

进资源和产业的合理配置
,

优化生产

力布局
,

推动生产与流通发展
,

合理分

配地区财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
,

又要

考虑其对环境状况
、

人民生活和地区

文化结构
、

交流信息
,

增强民族团结
,

巩固国防等方面的影响
,

注重综合效

益
,

增大出海通道的科技含量
。

云
、

贵
、

川
、

渝
、

桂以铁路
、

公路建

设为重点
,

打通南向出海通道
,

重点抓

好项目配套
。

铁路方面
,

完成南昆
、

软

北
、

广大等新线以及湘黔线东段的电

气化改造和复线建设 进一步改造内

昆线上的安 边 树 舍 段
、

黔桂
、

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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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鹅协办 履兹搏鬓朱拳海津经济鹅秀新

海洋开发

西琶置沼
河

、

南 宁 友 谊关
、

枝柳等线 同时

对成昆
、

渝达线进行电气化改造
,

对宝

成线阳 平关 成 都 线段
、

黔桂线贵

定 都 匀 段和金 城江 柳 州 段
、

黎湛线进行复线建设 新建成 都 达

县 线
、

渝 重庆 怀 化 线
、

都 均 茂

兰 线
、

水 城 小 云尚线
、

昆 明 景

洪 线通老挝和泰国
、

大 理 碗 叨

线通缅甸
、

合 浦 河 唇
、

玉 林 梧

州
、

益 阳 悟 州
、

燕 岗 安 边
、

格 尔木 拉 萨
、

滇藏等线等
。

公路方

面
,

以改造和建设国道主千线
,

实现高

等级化为重点
,

加快国道
、 、

、 、

等线西南地区段的建设
,

同时加快云南
、

广西等各自的沿海口

岸公路建设
,

尽快互相衔接
。

港口和航道方面
,

以提高通过能

力为目标
。

以长江
、

西江主干流为主
,

重点完成北部湾沿海主要港口的改扩

建和长江
、

西江上游整治工程
,

实现江

海联运
。

澜沧江一渭公河航道已初步

开通
,

应继续向邻国拓展
。

航空方面
,

应加快航空港建设
,

使昆明
、

成都
、

重

庆
、

桂林
、

南宁
、

贵阳等干线机场
,

以及

一批地方机场
、

边境机场的能力
、

设

施
、

水平有较大提高
,

航线网络更加扩

大
,

并力争增加最必需的航线和航

班
。

通信建设方面
,

应加快区域内的光

纤
、

数字微波通信线路和口岸城市通

信建设
。

西南出海大通道的潜在流 大
,

港口建设任务重
。

如北部湾海岸线位

于南海的西北部
,

它不仅是两广
、

海

南
、

越南进行海洋开发的主要场所
,

也

是沿海港口对外往来的重要通道
。

要

发挥北部湾沿海地区港口多
、

泊位多

的自然优势
,

开发湛江
、

洋浦
、

海口
、

北

海
、

钦州
、

防城等港口
、

泊位
、

码头建

设
。

借助国内外客商力一加快基础设

施建设
,

以开发港口建设为契机
,

振兴

港口城市建设
,

以港促城
,

以港兴城
,

加强内弓外联
,

使资金
、

技术
、

项目
,

人

才不仅在港区集中
,

也在城市集中
,

从

而实现港兴城兴
,

共同繁荣
。

将港口与

城市相连
,

逐步发展贸易和进出口加

工为主的港口城市
。

进一步开发除港

口 以外的其他优势产业
,

航运
、

海洋矿

业
、

海洋养殖
、

海洋化学
、

海洋生物
、

海

洋制药
、

海洋工程
、

海滨海旅游等产

业
。

让国内外客商在利用北部湾港口

开发和对外贸易中唱主角
,

彻底打破

地区封锁和条快分割
,

撤消一切不必

要的关卡和检查站
,

凡中央给予北部

湾沿海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
,

要让国

内外客商全部享受
,

通过北部湾港口

发展外向型经济
。

大力发展出口创汇

的外向型经济
,

注意利用国外雄厚的

资金和先进的技术
,

发展内向型经济
,

争取开发一批国内稀
、

奇
、

少
、

缺的项

目和产品
,

以沿海港口城市为核心
,

创

造一个联系国内外前沿经济的枢纽地

带
。

在港口建设方面
,

坚持统一规划
、

合理分工
、

突出重点
、

先易后难的原

则
,

加强出海港口尤其是北部湾沿海

港口
、

泊位和相关设施的建设
,

同时建

设海洋运输船队
。

在公路建设方面
,

西南地区与出

海大通道相连的 条国道是 从四川

成都
,

经重庆
、

遵义
、

贵阳
、

河池至南

宁 从云南昆明
,

经砚山
、

富宁
、

百色到

南宁
,

从湖南衡阳
,

经桂林
、

柳州至南

宁
。

这 条路都到南宁
,

与北海
、

钦州
、

防城港的高等级公路连成一体
。

这

条国道应建成高等级公路
,

交通 较

大的地段应建成全封闭的一级路或高

速路
,

以适应大型货车
、

拖挂车
、

集装

箱车长途运输的发展
。

在建好国道
、

省

道和地方公路的同时
,

还要配套修建

客货运输站房和停车场地
。

在水路建设方面
,

云南重点打通

通往华东
、

华南与东南亚的水陆联运

出省通道
,

发展风景旅游区航运
,

开发

贫困地区的水运交通
,

整治河谷经济

作物区航道
,

重点建设澜沧江
、

红河
、

金沙江
、

整治浪池
、

洱海
、

抚仙湖
,

完善

右江富宁一南宁一广州
,

盈江一八莫

一仰光两条通道
,

相应建设一批重点

项目
,

贵州重点建设赤水河
、

乌江
、

南

北盘江
、

红水河等港口和航道
。

广西重

点提出抓好西江航道整治工程
,

通过

拓宽整治右江
、

柳江
、

黔江
,

红水河航

道
,

提高通航标准
,

建设好贵港
、

悟州
、

南宁
、

百色等内河港口
。

在邮电通信建设方面
,

重点抓好

沿海地区的通信建设
。

采取借贷
、

租

赁
,

发行债券等办法
,

走依托市场
、

广

辟渠道
、

融通资金
,

负债经营的道路
,

进一步发挥专用通信网的作用
,

充分

利用专用通信网富余能力
,

最大限度

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
。

三
、

西南出海大通道建设与南海

海洋产业开发的重点

目前我国南海区域除港澳台经济

基础比较雄厚外
,

其他地区都较薄弱
,

特别是西南出海主通道的北部湾地区

的工业化
、

城市化
、

信息化
、

程度较

低
。

如洋浦
、

北海
、

防城港
、

钦州等港口

城市
,

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发展起来的

新兴滨海城市
,

市政建设和工业基础

比较薄弱
,

工业企业规模小
,

资金短缺

已成为制约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

因素
。

由于区域经济实力弱
,

投向海洋

产业开发的资金极为有限
,

外来资金

大部分流向房地产和其他效益好的产

业
,

投入海洋产业开发的资金相对较

少
。

世纪
,

西南出海大通道建设与

南海海洋产业开发的重点应放在以下

几方面
。

将港口海运业作为中长期支

柱产业集中力 建设好
。

围绕建设进

出 口 通道和港口 交通枢纽的战略 目

标
,

加快沿海地区及其相邻区域进港

铁路
、

公路
、

航道
、

码头
、

仓储为主干的

基础设施建设
,

进一步对港口邮电通

讯
、

能源进行配寒完善
。

海洋交通运输

业是沿海地区最基础
、

最有辐射力的

海洋产业
,

是向海洋索取最大效益的

产业
,

是其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发挥区

位优势的前提
。

世纪要继续紧紧围

绕建设西南地区出海大通道和海港交

通枢纽的战略目标
,

有计划有步骤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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